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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主要对电信部门建设和管理的各类电信网,包括数字电话网、分组交换网、DDN、帧中继网
、ATM网和IP网,从网络的结构、接口、协议和组成进行了讨论和分析,同时还介绍了网络同步技术、
网络管理技术、网络接入技术,并对电信网中的性能进行了分析。
通过阅读本书可以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各类电信网的基本技术,为从事网络设计、维护和管理工作打下基
础。
　　本书是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用书,也可供从事电信网规划、设计、维护和管理工作的技术
人员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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